
糖化血色素 文/余芯蕙 
  糖尿病患都瞭解經常測定血糖是很重要的，不過血糖值僅能代表一極短時間

內糖尿病的控制情形，可能受到飲食、運動、疾病、藥物等因素影響，而有上下

起伏。有些糖化蛋白質譬如糖化血色素、糖化白蛋白或果糖胺的測定比較能代表

一個人長時間血糖控制的狀況，其中尤以糖化血色素最重要。 

什麼是糖化血色素什麼是糖化血色素什麼是糖化血色素什麼是糖化血色素((((HbA1cHbA1cHbA1cHbA1c、、、、A1cA1cA1cA1c))))？？？？    

血紅素是紅血球中的一種蛋白質，它主要的功能是將氧氣帶到組織並將二氧

化碳帶離組織，葡萄糖可以附在血紅素上，直到紅血球被破壞為止，紅血球平均

壽命約四個月，葡萄糖附著的血紅素即稱為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HbA1cHbA1cHbA1cHbA1c、、、、A1cA1cA1cA1c))))。 

葡萄糖可自由通過紅血球並經由化學作用附在血紅素上，每個紅血球中都有

少量葡萄糖永久性地附著在血紅素上，血糖愈高，永久性附在血紅素上的糖份就

愈多，所以糖化血紅素的百分比可以反映出紅血球生存期間內的平均血糖濃度。 

有時您會在不同醫院看到不同的糖化血紅素名稱，如 A1、A1c，這些都代表

血紅素中不同的含糖部份，各自有不同的檢查方法和判讀標準。不同的糖化血紅

素或相同的檢體在不同的地方都會有不同的數據，所以在判讀前必須知道該實驗

室之正常值。 

一般紅血球平均壽命為 120 天，葡萄糖附在血色素上不容易脫落。如果平時

不忌口，看門診前才臨時抱佛腳，開始規則服藥、控制飲食，此時的血糖可以控

制得很標準，但「糖化血色素」仍看得出端倪。因此檢查血中糖化血色素的濃度，

可以正確反應體內最近 2-3 個月的血糖控制情況。 

一般人糖化血色素的正常值約為 4-6％，糖尿病人宜控制在 7％以下，但近

期醫界呼籲應將標準降至 6.5％，以更準確判斷患者血糖控制情形。而當糖化血

色素高於 7%時，則表示前三個月血糖高於 154 mg/dl，則可能造成慢性糖血症，

進而引發糖尿病併發症。但正面來看，有效控制糖化血色素可大幅降低糖尿病併

發症的發生機率。據醫學研究統計，每降低 1%的 HbA1c 檢測值，併發症發生的

機率至少可降低 35% (包括減少 14%心血管疾病風險、37%小血管病變風險與 21%

糖尿病死亡率)。 

糖化血色素與血糖的關聯糖化血色素與血糖的關聯糖化血色素與血糖的關聯糖化血色素與血糖的關聯 

據研究顯示，參加一項英國的糖尿病大規模試驗的糖尿病病人一天測空腹、

餐前、餐後 90 分鐘與睡前共七個時間點的血糖值，發現糖化血色素與午餐後和

睡前的血糖值關聯性最好，和空腹血糖值關聯性較差。美國糖尿病醫學會依據此

研究設出公式發現糖化血色素值每上升 1%，平均血糖值上升約 28-29mg/dl，並

公告一個簡單的糖化血色素和相關血糖值對照表，供病友參考： 



表一：平均血糖值與糖化血色素的對照表。 

糖化血色素的臨床應用糖化血色素的臨床應用糖化血色素的臨床應用糖化血色素的臨床應用 

1. 糖尿病的診斷或篩檢的參考指標之一： 

  因為糖化血色素的濃度和平均血糖成正比，其特異度極高，過去有人曾建議

利用糖化血色素做為糖尿病的診斷或篩檢工具。不過正常人，葡萄糖耐量異常病

人和糖尿病人的糖化血色素分佈有極大的重疊，在糖尿病的診斷或篩檢上並不比

血糖測定來得準確，因此現在僅將糖化血色素作為判斷糖尿病的參考指標之一。 

2. 糖尿病血糖控制良窳的重要指標： 

  這是糖化血色素最重要的臨床應用。因為其血中濃度的百分比，可以正確反

應最近 2-3 個月的血糖控制狀況，且不像血糖值測定受到很多因素影響，而有起

伏變化。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定期測量糖化血色素定期測量糖化血色素定期測量糖化血色素定期測量糖化血色素 

  美國糖尿病學會建議新診斷的糖尿病必須立刻測量血中糖化血色素百分

比，一般糖尿病人則三個月測定一次（每年四次）；如果控制很穩定的病患，每

年僅需測定兩次，如果超過 7%以上則為警戒值，應立刻調整飲食、運動、生活

習慣或藥物劑量。為了維持糖尿病人良好的血糖控制，增進健康，延遲或避免併

發症的發生，定期檢查糖化血色素是每個糖尿病人的權利也是應盡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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